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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 0日，党和国家领

导人李岚清(时任中其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左三)、雷洁琼(左

二)、钱伟长(左一)、王

光英【右二)、钱正英(右

一)在北京亲切接见互助县

东山乡什巴小学校长、特级

教师刘让贤(右三)。

2005隼十菩鱼Ii嚣，碧、塾
中央总书记、国象妻席一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C图

中)前来互助县威远镇古

城小学视察。

2003年8月9日。国务委员

陈至立(女．中)及教育

部部长周济(左三)来我

县视察指导教育工作。图

为陈至立国务委员和教育

部长周济与互助县东沟乡

塘拉小学师生亲切交谈。



省教育厅厅长王予波(右一】一行在县

长师存武(后排左二)、县教育局局长

张发文(左--)的陪同下。到互助县松多

藏族乡调研农村少数民族学前教育。

2008年5月12El。省长宋秀岩(右二)等

领导到互助县职业学校视察指导工作。县

委书记车军平(左二)、县职中校长吴进

文(右一)、特校副校长马灵芝(左一)

陪同。

1 997年5月1419，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

(中)在副省长白玛(右一)、县特校副

校长马灵芝(女．左一)陪同下．到互助

县检查指导教育工作。图为观看县特校学

生做的土族刺绣作品。

海东地委委员、县委书记车军平(中)。

县长师存武{左一)深入到互助县塘川镇

中心学校检查指导教育工作。



教育局召开全县校长工作会议 威远镇逸夫中学教师师罗娟在

全县师德演讲赛上演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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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乡麻吉村扫盲班学员交流学习 全县优秀教师表彰会。图为受表彰的教师

全县骨干教师表彰会。图为受表彰的教师。 全县学校“抓管理。促质量”

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关幼儿茜小朋友做游戏





“五环”方队经过王席台

学生团体体操表演



互助±族自治县教育志编辑委员

主 任：张发文

副主任：郑怀寿 陶联德

委 员：张发文郑怀寿 陶联德李林财

解统恩蔡相林石成财温义邦

编 审：李钟霖王新春刘新才

编 撰：李林财解统恩

通联编辑：蔡相林

打 印：张守梅刘晓琳拜得秀魏玉玲

摄 影：保成珠郑怀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内容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公元2008

年。为记述完整，特殊事物的下限适当延续。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和篇、章、节、目结构形式，以志为主体，辅

以表、图和照片。

三、本志在文体上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引用古籍原文，除少数具特定含义的繁

体字外，统一使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

四、全志记述地域范围，建县后以互助县现行区划为准。

五、志内历代纪年，沿用朝代年号，括号内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 1

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官职，均以历代原称谓为准。 凡

六、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中所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用原单位记载外，建国后的一律 倒

通用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各项数据一般采用互助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经编写人员调查核实的数字为准，

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由于本志门类繁多，卷帙浩瀚，个别内容及年代在记述中有所交叉重复，但各有侧

重。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家谱、旧志、报刊、口碑等，经考证鉴别后载

入。

十、本县全称为“互助土族自治县”，为行文方便简约，本志文中简称“互助县”。



序一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作为拥有400多年教育历史的威远古

镇，作为拥有1700多年文化积淀的优秀民族，教育在互助发展和民族繁衍的过程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自明万历以来蓬勃兴起的社学、私塾和书院，今天的互助

教育才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是啊，那一滴滴涓涓之水永不停息地流淌了400多年，终

于浇灌出互助教育这颗茁壮成长的希望之树。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互助教育志》的付梓出版感到由衷的欣慰，作为我从小生活在土

族之乡，这确是一件幸事、喜事，藉由此，互助教育四百年发展的宝贵财富，绽放于彩虹故

乡，呈现在大家眼前，给土乡万千师生以启迪、以帮助、以借鉴，真正是互助之幸、土族之——

幸、土乡人民之幸。

互助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次编撰的《互助教育志》，详细叙述了互助地区于明万历
一

年间始设社学，正规教育开始起步，清承明制，私塾、书院兴起，封建教育加快发展。清末科

举废除，新式学堂建立，近代教育有所发展。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逐步兴起，私立小学

出现，近代教育制度逐步形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各类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茁壮成长，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细读志书，凝

视400年互助教育发展历史，我激动于这片沃土培育出了代代英才，我欣喜于互助的教育

硕果累累。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有为民间教

育和私塾学校发展呕心沥血的杨质夫、严克仁先生，有毅然参加国民革命军，为危难之中

的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曾国佐将军，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互助教育事业谱写新篇

章的刘让贤、何京鹏、昊进文校长⋯⋯他们的优秀事迹，将激励我们继续为互助教育美好

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盛世修志，是为感悟明志，也为存史、资治、育人。一部教育志，就是一部教育发展的

“百科全书”，就是一部教育发展的“纪实影片”。从中可以看到万千师生夙兴夜寐的身影，

从中能读到我县教育艰难、坚定行进的步伐。一部教育志，就是一部教育成长史，其经验可

圈可点，其教训可明可鉴。明者深思，智者启迪。群策群力，千帆奋进。一部教育志，也是一



座连心桥，让社会各界人士，认知教育、感悟教育、支持教育，以至激发热情，共育教育美好

奇葩。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天的我们需要充裕的物质生活，更需要丰实而

健康的文化滋养。因此，我真诚的希望奋斗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借鉴志中

精髓为自己所用，用辛勤的汗水、深邃的智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填

充学生的内心世界，让知识的阳光洒满世界，让博爱的力量和谐你我，使教育真正成为推

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

走为序。

中共互助土族自治县委书记7／孑历7＼
二0一一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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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盛世修志，资政育人，《互助教育志》应运而生。这部跨越时间400多年，近55万字，而

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互助教育志》鉴史喻今，惠及后人，真实地记录了互助教育发展

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部我县教育的发展史，是一部教师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才培

养的探索史。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仅是对先贤的告慰，更是对鞠躬尽瘁，律己诲人，劳苦

功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褒奖，有利于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必将传诸千秋，激励后代。《互

助教育志》的出版，是互助教育史上的大事、幸事。

互助教育历史悠久，自明代伊始，儒家教化的琅琅书声就在龙王山下、湟水岸边传响，

已历经悠悠四百余年。但互助教育的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迎来了互助教育的春天。时至今日，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县教育 ．

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代信息技术教育、图书仪器的配备，从-=■

广大教师的敬业精神到莘莘学子的学习态度，从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到高考成绩的逐年

攀升，无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初步形成了县委、县政府聚精会神抓教育，教职员 一

工殚精竭虑办教育，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帮教育的喜人局面。教育已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

倍加关切的头号工程。互助教育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积累了丰

富的办学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足可栽入互助的光荣史册。

陶行知先生说过，“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

无教学之苦”。我以此寄语全县广大教师，时不我待，任重而道远，务必要强化自身修养，与

时俱进，求真务实，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发掘潜力，整合资源，探求教育发展的新路子，在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上下功夫，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真正把互

助教育发展史上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互助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互助教育志》的编撰出版工程浩瀚，得益于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热忱

支持，来源于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智慧，在此付梓之际，深表敬意和感谢!

互助土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张发文

二0一一年十月



概述

互助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西宁地区乃至河湟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

直到公元1930年互助建县之前，互助地区一直隶属于西宁管辖。

约秦历共公元年(前436)，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俘去为奴，后乘机逃脱，“亡入河湟

间”，向古代羌人传授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饲养牲畜的先进经验，使河湟地区开始由原

始狩猎生活向农耕和畜牧生活转型，这便是农耕文化在古河湟地区的早期传播。

西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进入河湟地

区建西平亭，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使河湟地 1

区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 概

东汉永建六年(131)，金城人赵宽“西归乡里徙占浩门”，优号“三老”，设帐教书，受教育 诔

者百余名，这是河湟地区推行官方教育的开端。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开始修筑西平郡城，魏承汉制，“令天下郡国立学校”。西晋惠帝

永宁元年(301)，西晋派安定(今甘肃镇远境)人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统领武威、西平

(今西宁)等九郡。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征集九郡贵族子弟500人，设立学校，振兴教

育，使得包括西平在内的凉州地区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

东晋太元二十二年(397)，鲜卑族拓跋部头人秃发乌孤建南凉政权，年号太初。太初三

年(399)其弟利鹿孤继位后迁都于西平郡，采纳汉族幕僚史蒿“建学校，联师徒，选耆旧，教

胄子”的建议，命西平人田元冲为“博士祭酒”(学官)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发展文化教育事

业。

从东晋到隋唐年问，吐谷浑政权统治西平郡地区达300余年，浸染于汉族文化，“犹宜

宪章周孔”，司马、博士皆用儒生，“渐变胡风，遵循华俗”。

唐代，西平郡(今西宁)大部分地区受吐蕃管辖，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曾设“妙法

学校”、“巡回医师学校”。在此基础上“渐慕华风”、“明习汉法”，推广教化，称雄西土，特别

是松赞干布、赤德祖丹(唐书称弃隶蹁赞)，先后迎娶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之后，文化教育



之风更在华厦西陲传播盛行。

宋元两代，由弘扬宗教文化向设立州学发展。宋初，喇钦·贡巴饶赛以丹斗寺(今化隆

境内)与白马寺(互助红崖子沟乡)为圣地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嘀嘶哆以青唐城(今西宁)为中

心，弘扬宗教文化。直至元代，曾在西宁设州学、社学，兴科举制。

明朝建立以后，于洪武六年(1373)，改西宁州为西宁卫，开始实行“教先于政”的政策，

进行文治。当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旨令南京等地迁移大批汉民至河湟地区垦荒种田，不

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带来了南方风俗文化，“耕读传家”的风尚开始出现。

明宣德二年(1427)，驻西宁都督佥事史昭上书朝廷，奏请“开办学校如内地”，宣宗准

奏，遂在西宁修建孔庙，设儒学，供生童读书，入学读书者12人。偏僻的西宁卫终于有了一

个“供生员读书之所”，“孤悬天末”的青海教育从此翻开了重要的一页。至隆庆五年(1571)，

西宁卫儒学除有教授一员外，还设有训导员。教授负责组织教学，兼管业务，训导员负责辅

导教学，进行品德教育。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陕西按察使，西宁兵备道董汝汉，在各县、

堡设立社学，互助地区也于第三年设立社学，这是互助境内设社学之始。由于社学的兴起，

“夷风为之丕变”，赴外地求学者日益增多。

清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下诏：“各学廪，增附生仍旧肄业，照例免”。康熙二十二年

(1683)，陕西人梁景岱任西宁卫儒学教授，率领生员动手修整西宁泽宫。清雍正三年(1725)，

改西宁卫为西宁府，改卫儒学为府儒学，知府申梦玺捐俸于文庙大成殿西侧兴建府训导

署。

清雍正朝以前西宁地区无贡院，西宁卫等地的文武生员若取功名须到甘肃临洮或凉

州去应考，考生苦于跋涉，因而赴考者甚少。为改变这种情况，清雍正十二年(17．34)，署临巩

布政司政务、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及西宁道副使高梦龙，知府杨汝，知县沈予绩等官员捐俸

于西宁城内创建贡院，西宁考童逐年增加。至清乾隆十年(1745)，杨应琚等官员又捐资新建

西宁县儒学。

清雍正三年(1725)，西宁卫改为西宁府，属甘肃省，以所属西宁卫地，设置西宁县(为府

治)。到清乾隆元年(1736)，西宁府直辖的三县三厅先后创办湟中书院，约礼书院、五峰书院

和互助高寨白鹿书院，并开院授业。各书院均延聘名儒任教，为促进边陲文化，培养人才，

做出了贡献，为后人所称颂。

互助地区的启蒙教育，除民间的私塾外，还有义学和社学。清雍正四年(1726)，西宁府

署守备李亩“设二十二堡，创义学”，以后有镇社义学、道社义学、府社义学和县社义学。据

记载，清乾隆十年(1745)，互助地区设有社学1处，义学6处。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仅西

宁县下属14乡共建义学13处，招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同时还有官办社学。

清代伊始，科举盛行，自清康熙九年(1670)以来，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为止，西宁人考取

文、武进士的共有11人，考取文、武举人的56人，从历届秀才选拔出各种贡生的有183

互助土族自治县籀I焉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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